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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2008年，中国的煤炭产量高达27.93亿吨，是1978年6.18亿吨的4.52倍，占2008年世界煤产量的42％，而
增量占世界的80％以上。
多年来，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，煤约占70％，另外两种化石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分别约占20％和3.5
％；中国的电力结构中，燃煤发电一直占主导地位，比例约为77％；中国的化工原料结构中，煤炭占
一半以上。
中国煤炭工业协会预计到2010年全国煤炭需求量在30亿吨以上，而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通过战略
研究预计，到2050年，煤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比例中仍将高居首位，占409／6以上，这一比例对应
的煤量为37.8亿吨，比2010年的需求量多26％。
由此可见，无论是比例还是数量，在较长的时期内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化工原料结构很难改变。
事实上，根据2008年BP公司的报告，在化石能源中，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，煤的储采比（中国45，世
界133）都是石油的2倍左右。
因此，尽管煤在世界的能源消费结构中仅占28％，低于石油的369／6，但“煤炭在未来50年将继续是
世界的主要能源之一”（英国皇家学会主席Mar’tinRees，路透社2008年6月10日）；“越来越多的化
学制品公司正在将煤作为主要原料”（美国《化工新闻》高级编辑八H.Tullo，2008年3月17日）。
但是，由于煤的高碳性和目前利用技术的落后，煤在作为主要能源和化工原料的同时也是环境的主要
污染源。
据中国工程院的资料，2006年，我国排放的S02和NO2的总量达4000万吨以上，源于燃煤的比例分别
为85％和60％，燃煤排放的CO2和烟尘也分别占到总排放量的85％和70％。
至于以煤为原料的焦炭、电石等传统煤化工生产过程，除对大气污染外，其废水、废渣对环境的影响
也十分严重。
据荷兰环境署统计，2006年中国的CO2排放量为6.2Gt，而2007年又增加了8％。
虽然我国的人均CO2排放量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，但由于化石能源的碳强度系数高（据日本能源统
计年鉴，按吨（煤）计算：煤排放2.66tCO2，石油排放2.02tC02，天然气排放1.47tc02）和我国较长时
期仍以化石能源为主（中国科学院数据，到2050年，化石能源在中国能源结构中占70％，其中煤40％
、石油20％、天然气10％），和其他污染物一样，CO2的排放与治理也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
。
煤炭的上述地位和影响，对世界，特别是对中国，无疑是一种两难选择。
可喜的是，“发展煤化工，开发和推广洁净煤技术是解决两难的现实选择”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并取得
重要进展。
遗憾的是，在石油价格一度不断飙升的情况下，由于缺乏政策引导、科学规划，煤化工出现了不顾原
料资源、市场需求、技术优劣等客观条件盲目发展的势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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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煤炭气化技术》是现代煤化工技术丛书之一。
《煤炭气化技术》立足于国内外煤气化的最新研究进展，涉及煤气化过程涉及的各项内容，既有工艺
分析，又有理论研究。
全书共分为10章，分别是煤气化过程分析、煤气化过程的物理化学基础、炉内射流与湍流多相流动、
湍流混合及其对复杂气化反应的影响、煤的成浆特性及煤浆制备、煤气化过程中的原料输送、气化炉
内熔渣流动与沉积、气流床气化过程放大与集成、煤与气态烃和生物质的共同气化、气化炉及气化系
统模拟。
　　《煤炭气化技术》适用于从事煤转化和煤化工科研、设计生产的工程技术人员，也可供部分大专
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作为专业用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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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插图：鉴于煤气化过程的复杂性和工艺流程的多样性，本节将从过程合成与分析的角度，对煤气化工
艺过程进行分析。
目的有二：①熟悉过程合成的方法论，从方法论的角度来驾驭煤气化过程；②理解煤气化过程的多样
性，工艺过程的合成没有唯一解，而有多种解，诸多工艺方案都是问题的解，但它们之间有好坏优劣
之分。
1.1.1推论分析与合成分析与合成[1]是一种方法论，分析是将已有的过程或问题分解成若干单元加以研
究，合成是将各个单元组合成一个整体，从而产生一个过程，分析和合成是相互作用、相互补充、相
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。
如何从分析和合成的角度来认识煤气化过程呢？
先从分析的角度看，煤气化的目的是生产清洁合成气或燃料气，我们可以把这一目的视为问题的起点
或解决问题的要求，从原理上讲它是合理的，是可以实现的。
进一步就是来寻找实现该结果的前提，对于煤气化过程，这些前提无非是：气化反应器（气化炉）、
温度、压力、反应状态、组成、流量等。
再把这些前提视为结果，继续寻找实现这些结果的前提，这些前提应当是：气化炉的具体形式（固定
床、流化床、气流床等）、适宜的反应条件（温度、压力、流动形态）、原料的性质（褐煤、烟煤、
无烟煤等）、原料的输送形态（固体、粉体、浆料等）、灰渣的分离、合成气的净化、热量回收等。
再从合成的角度看，我们把原料输送、气化、除渣、热量回收、净化等单元操作、设备与机械等有机
地结合起来，辅以信息交换与控制，就会形成煤气化工艺的概念设计，实现确定的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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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现代煤化工技术丛书:煤炭气化技术》为“十一五”国家重点图书。
在工艺过程分析、气化过程原理阐述的基础上，比较各种气化过程的优劣，给出自主创新的煤炭气化
实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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